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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孤光自照——晚明文士的言说与实践》主要访寻明朝隆、万以降迄于易代之际的文士如何以言说与
行动来表露其价值认取。
盖人生于世，每在不得自主中，试图借由感受、思索、言说与行动去整理解释人生。
而个人的感受与思索处在隐微默会的状态，方其发为言说与行动，其中往往宣告自我对生命意义的赋
予，提供了可以观察探索的形式依据。
作者以清言撰述、园居活动与生死实践为追索脉络，阐释晚明文士的人生经验及其形构的文学文化特
质。
本书由曹淑娟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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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曹淑娟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，现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。
曾任捷克查理大学客座教授、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。
主要研究领域为园林文学、明清文学、中国诗学，关注文学如何书写人的存在境遇与感受。
著有《华夏之美——诗歌》《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》《晚明性灵小品研究》《流变中的书写——祁彪
佳与寓山园林论述》等专著，并有期刊论文数十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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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上文将陈继儒“颜子身讽”之说，摆置在晚明的时代格局中阅读，在纵向上，观察他对颜子之乐
的体会，承接前代的诠说所展现的路线，乃由探求颜子“所乐何事”转为“所乐如何”的关怀上开展
；在横向上，则观察他评述孔门师生所透露的人世观点，正与晚明士人许多人生取向相孚应，如看重
才性、退离政治、忽略功夫历程等。
以期能同情地理解“颜子身讽”说何以出现的原因，并适当地评估其说的意义。
他的性质固然与汉儒之解说经文方式不同，亦与宋儒之研讨心性有异，而特别凸显了属于其人其时真
实生活的存在感受。
前文曾指出，此种重新诠解历史人事的文字，非纯属个人读书观史的偶发之见，而反映着士人与时代
社会交涉下的人事观省。
“颜子身讽”并非孤例，随手翻寻晚明文集，往往可见，兹以晚明人卫泳编选之时人文集《水雪携》
之两篇选文--薛晔《西子逐鸱夷解》与项煜《金谷序兰亭记评》--为例，以与陈文参见。
《水雪携》为晚明颇具代表性之选本总集，选录短章小文，上自万历，下迄崇祯，以为得冰雪之气者
，可携以避俗，故命名《水雪携》。
其中作者未必为知名文人，然多能写出一己之观点与感受，颇能反映当时流行品味。
　　当勾践人吴，越国兴复，西施急遽步下历史的舞台，只留下十分模糊的文献记载。
《吴越春秋》逸篇云：“吴亡后，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。
”1《墨子·亲士》篇云：“西施之沈其美也。
”2后代发展出两种传说：一则西施追随范蠡，得以遨游湖海，远祸避害；一则西施被沉江而死，一
如文种步上“飞鸟尽、良弓藏，狡兔死、走狗烹”的下场。
明时两种说法并存：梁辰鱼《浣纱记》3渲染西施与范蠡之爱情，故事情节布置得十分完备。
余邵鱼原作，冯梦龙等改编之《东周列国志》，4则不涉及西施与范蠡之爱情，结局为越王夫人沉西
施于江。
　　本文写作在此背景上，主张西施沉水，并进而解释沉水的结局才吻合西施的人格特质。
薛晔将西施与伍子胥并举，以为西施逐鸱夷，乃以死谢伍子胥，理由有二：一、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
，自古已然，盛才殊色既已露才扬己，往往难以全身而退。
二、西施为子胥与吴王构隙的要因，伍子胥忠吴而被戮，以鸱夷浮江，西施应有道义上的不安。
初时，二人各为其主，角色明确，不可妥协，伍子胥在对抗中落败；而越军破吴之后，西施的角色也
失其意义，与伍子胥的对抗关系自然瓦解，二人以忠烈之情转为并列关系，则继子胥之后，以鸱夷浮
江相谢，亦应是西施甘心接受以弥补心中不安的结局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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